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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上海市崇明岛推出国内首份农业负面
清单，确定农业生产的生态评价指标标准，对农业
生产产生的污染源、违规行为、落后产能等以负面
清单的方式实行减量化和退出机制。

这份负面清单的推出是崇明都市现代绿色
农 业 发 展 的 新 举 措 。 崇 明 岛 希 望 ，通 过 落 实 负
面 清 单 ，到“ 十 三 五 ”末 ，实 现 农 业 畜 禽 养 殖 业
重 点 污 染 源 减 量 化 100% 、绿 色 食 品 认 证 率 达
90% 、农 业 废 弃 物 资 源 回 收 处 置 率 达 95% 等 目
标 ，使 崇 明 岛 率 先 在 全 市 各 区 中 实 现 绿 色 农 业
全 覆 盖 ，成 为 长 三 角 乃 至 全 国 生 态 农 业 示 范
基地。

涉及6方面72项
构建现代绿色农业准入门槛

从 2017 年年底起，崇明岛就开始着手启动相
关制定工作，经过多轮研讨调研，最终形成这份农
业负面清单。

据 了 解 ，这 份 农 业 负 面 清 单 的 内 容 十 分 全
面。内容设定包括绿色农产品、农业生态环境、农
业投入品规范、农业废弃物处置、农业高效集约化
和生态农业条件等 6方面，被列入负面清单的农业
行为或农业领域共计 72项。

比如，在绿色农产品领域，清单明确，“不符合

绿色食品认证的农产品、不符合绿色健康标准的
水产品和畜禽产品、不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的
农产品加工品”这三大类 将 被 采 取 禁 止 、限 期 达
标、产品召回等措施；在农业生态环境领域，崇
明岛根据保护水、气、土污染防治的总体要求，
把“不采取休耕措施导致土壤肥力下降、土壤板
结 、土 壤 产 出 率 下 降 ”等 10 类 农 业 行 为 列 入负
面清单。

此外，在这份清单中，对农业废弃物处置领域
的规定比较细致，共有 21 项农业行为被列入，如作
物地下根茎不规范处置、废弃农药包装物污染、畜
禽 粪 污 未 按 规 定 零 排 放 处 置 、水 产 养 殖 选 址 禁
区等。

崇明区农委主任宋学梅表示：“对农业发展来
说，负面清单式管理提供的是一种‘底线思维’。
我们希望以负面清单的倒逼机制，构建都市现代
绿色农业的准入门槛，确定农业生产方式全生命

周期监管和落后产能减量化退出的标准，促进崇
明农业进一步发展。”

提供补充依据
制定生态农业“崇明标准”

为了让清单更好地发挥作用，崇明岛还制定
了生态农业“崇明标准”，作为落实负面清单的补
充依据。

“崇明标准”包括绿色农产品、生态环境影响、
农业生态要素、农业高效集约化和农业资源利用
率等 5 个指标体系。比如，崇明绿色化肥、农药使
用和覆盖率应达 90%以上，粮食基地绿色化肥、农
药使用覆盖率应达 100%，主要农作物秸秆资源化
利用率不低于 95%等。

崇明区农委副主任陆锦辉表示，通过实行负

面清单和“崇明标准”，崇明岛争取在 2020 年前全
面实施绿色农产品认证标准和上述五方面农业生
产标准，做到“农业生产企业和农户全覆盖、标准
制度规范全执行、结果标准全达标”。

陆锦辉强调：“负面清单式管理和执行‘崇明
标准’最大的好处是有据可依，而且一目了然。”只
要把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行为和清单所列项目一
一比对，就可以明确哪些应该采取整改或清退等
措施。对于不执行、不达标、无合格证照、上了违
规黑名单和诚信黑名单的生产主体，将全部列入
负面清单，实行整改或退出。

此外，崇明岛还将通过在政府诚信网站上公
示“黑名单”、设立举报奖励基金、采取合同条款约
束制、把负面清单和农业补贴及考核挂钩等方式，
引导农业经营主体避开负面清单。清单也将进行
动 态 更 新 ，出 现 新 的 农 业 污 染 源 也 会 加 入 清 单
目录。

◆本报记者蔡新华 见习记者徐璐

头梳直立奔放“ 发 型 ”，身 穿 鱼
鳞 斑 纹“ 马 甲 ”，有“ 生 态 环 境 风 向
标 ”“ 水 域 生 态 环 境 生 态 试 纸 ”之 称
的 中 华 秋 沙 鸭 ，近 日 频 频 在 浙 江多
地出现。

在温州楠溪江，3 只中华秋沙鸭
和 1 只 普 通 秋 沙 鸭 组 成 一 个“ 小 团
体”，它们时而在水里畅游，时而把脑
袋探到水里觅食。在衢州乌溪江，两
只白鹭跟在一只中华秋沙鸭身后，戏
水、梳毛、捕食、飞行，亦步亦趋。此
外，在杭州天目溪水域、绍兴舜江源省
级自然保护区等地，也都发现了中华
秋沙鸭的踪迹。

中华秋沙鸭又名鳞胁秋沙鸭，是
第三纪冰川后期残存下来的物种，距
今 已 有 1000 多 万 年 历 史 ，全 球 仅 存
1000 只左右，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，
被誉为我国的“国鸭”。中华秋沙鸭对
生存环境非常挑剔，是检验生态环境
质量的标志物种。

“中华秋沙 鸭 的 连 续 到 来 ，且 数
量 不 断 增 加 ，充 分 说 明 了 浙 江 的 生
态环境优良，生物多样性的完整，也
是对我们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工作的
最好肯定。”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相关负
责人说。

朱智翔 晏利扬 潘智化

优良生态环境引来“鸟中大熊猫”

浙江多地出现中华秋沙鸭

一片银一片银杏林杏林 富了一个贫穷村富了一个贫穷村
腾冲市江东银杏村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实现脱贫致富

近年来，江东银杏村先后获得“中
国最美银杏村落”、“全国生态文化村”、

“云南 30 佳最具魅力村寨”和首批“中
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”等 殊 荣 。 极 边 小
村生态美、满地金黄万人迷的绝佳景
致，早已惊艳了世界。

每 年 9 月 下 旬 至 12 月 是 银 杏 村
风 景 最 美 的 时 期 ，前 来 村 里 拍 摄 美
景 、体 验 民 俗 、寻 找 乡 愁 的 国 内 外 游
客 络 绎 不 绝 ，这 既 给 当 地 发 展 经 济 、
增 加 收 入 带 来 了机遇，也使生态环境
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。

借助腾冲市投资近 2 亿元开发江
东银杏村的重要机遇，村里实施“旅游
设施配套、家居环境改造及民居旅馆改
造提升、古树名木保护、休闲观光农业、
生态环境综合整治”等五大工程，改善
和提升村落环境质量、推进生态旅游可
持续发展——建成全市唯一一条通往
行政村的二级旅游公路银杏大道、扩建
硬化 20 余条进村主路及村内道路、完
成坝心自然村省级重点村建设和美丽
乡村建设等项目。

与此同时，江东银杏村还进一步加
大村落垃圾、污水处理力度，先后投资
600 余万元，建成面积达 1400 平方米人
工潜流湿地处理系统、多级 AO 工艺一

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1 套，建成 4000 余米
截污管网，污水日处理规模达 200 立方
米。据了解，污水收集和处理的范围覆
盖陈家寨、江盈村（约 30%）的人口及旅
游旺季日均流动人口 1 万人，运行及处
理效果较好。此外，投入 150 余万元，
在坝心、陈家寨、四合自然村建设氧化
塘（兼风景荷花池）5 塘，总面积 40 余
亩，对处理氧化塘周边住户污水发挥了
重要作用。

在建好配套垃圾处理设备同时，江
东银杏村还建立完善了村内道路日常
管护、环境卫生保洁、公共设施管理等
长效机制。通过召开会议、文艺表演、
发 放 宣 传 单 等 方 式 ，广 泛 普 及 环 保
知识。

近两年，江东银杏村内巷道卫生由
村民轮流保洁，主干道及公共场所卫生
则聘请保洁员分片包干。每户垃圾自
行收集保管，然后由公司聘请专门人员
和车辆每日收集一次，运至焚烧点统一
处理。

良好的生态资源加上政府强有力
的监管措施，为江东银杏村生态旅游可
持续发展增强了后劲，拥有满满获得感
的当地村民，守住良好生态环境过好幸
福生活的信念历久弥坚。

◆本报记者蒋朝晖

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腾冲
市固东镇江东社区（原名江东村），因
分布有2000多亩集中连片的古银杏
树，被大家直呼为“银杏村”。江东银
杏村既是一座古朴宁静的乡间小村，
也是一座声名远扬的美丽新村，更是
腾冲市发展生态旅游促进脱贫致富的
一块金字招牌。

近10年间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
山村，依托世世代代保护下来的良好
环境，发展生态旅游,实现脱贫致富，
村民切切实实地端上了金饭碗。
2017年全村创下接待游客36万人
次、实现旅游总收入6000万元的好成
绩。前不久，记者第三次前往江东银
杏村，耳闻目睹了村里的可喜变化。

江东银杏村古村落形成于明
洪武年间，现有四合、坝心、陈家寨、
江盈4个自然村，每个自然村均连片
分布。整个村子坐落在满目葱茏的
江东山脚的火山台地上，地势开阔，
周围千顷良田环绕，奔腾不息的龙
川江从村西穿流而过，村内百年以
上的古银杏树随处可见。

据 考 证 ，村 里 的 先 祖 在 明 洪
武年间从四川成都“三征麓川”到
腾冲戍边，发现此地有枝繁叶茂、
果实累累的银杏树，便在此地安
营扎寨。或许是深受征战之苦，
取休养生息之意，先祖在房前屋
后和庭院里种下了许多银杏树，
以此来怀念故乡。

银 杏 树 生 命 力 顽 强 ，春 绿 夏
果秋叶黄，冬如哨兵守村庄，不仅
保持了水土，营造了良好的人居
环境，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果实，

呵护了村民的身体健康，具有良好生态
价值和经济价值。千百年来，江东人民
敬畏自然，十分注重保护生态环境，精
心守护、持续不断地栽种银杏树，共享
银杏果，这一习惯传承至今。

相关数据显示，2018 年底，江东银
杏村共有 1137 户、4053 人，银杏树 1 万
多亩、4 万余株，其中，树龄 500 年以上
的有 50 余株；400 年以上的 70 余株；200
至 300 年 的 150 余 株 ；10 到 100 年 的
3000 多株。这里已成为云贵高原上最
古老、最集中、面积最大的银杏林。

江东银杏村的银杏除具有古老和
天然连片等特征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特
点，即“村在林中，林在村中”，相互依
托，和谐相处。

据了解，为进一步加强对古银杏树
保护，当地已对 1000 余株百年以上树
龄的古银杏树进行普查，对 50 余株树
龄在 500年以上的实行挂牌保护。

千百年来不断栽种，形成万亩银杏林，村在林

中，林在村中

受多种条件制约，江东银杏村曾
经是固东镇的“三尾巴”（水尾巴、路
尾 巴 、电 尾 巴）最 穷 自 然 村 。 10 年
前 ，江 东 银 杏 村 村 民 70%是 贫 困 人
口。“养女嫁入江东村，不如推下天生

江”的说法一度在当地流传。
随着腾冲市经济社会发展步伐

不断加快，江东银杏村与外界的联系
日益密切，当地优美的生态环境、人
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被越来越多

人知晓和传播。与此同时，如何帮助贫
困面大、贫困程度深的江东村民脱贫致
富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着力解决的重大
民生问题。

在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，江东
银杏村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脱贫攻坚
的重要抓手，依托当地特有的连片古银
杏树林，发挥“山、水、林、瀑、峡”等为一
体的自然资源优势，围绕“守护、转化、
共享、延续”的思路，着力打造银杏乐
园，努力闯出了一条保护生态环境、发
展乡村旅游、助力群众致富的新路子。

通过强化保护古银杏树，村里加大
村落建筑风貌的引导控制力度，并实施
观光农业项目，初步形成了“吃在农家、
住在农家、赏银杏美景”的旅游发展模
式，成立了市镇村三级共同参与的全省
唯一一家“镇域范围内村村有股份、核
心区村民户户有分红”的旅游景区开发
管理公司。

2017 年，村里实现入村游客 36 万

人次，完成旅游总收入 6000 万元，其中
公司经营收入 1012 万元。通过公司分
红，江东银杏村实现村集体经济收入
55 万元。村民通过开设农家旅馆、销
售银杏果等土特产、务工等实现增收致
富，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00 元，位居腾
冲 市 前 列 。 全 村 贫 困 面 从 2010 年 的
726户 2520 人减少到目前 18户 66人。

短短几年间，江东银杏村已彻底改
变了过去仅靠农业生产收入为主的单
一发展模式，“村庄变景区、农舍变旅
馆、村民变导游”，从当初的规划蓝图变
成了现实。

在一户人家门口，树干上挂着“云
芬农家乐”的牌子，孙云芬和她年迈的
婆婆正聚精会神地打理着一个摆满土
特产的小货摊。孙云芬满脸笑容地告
诉记者，她当年从外地嫁入银杏村时，
家境远不如现在殷实。如今，村里搞生
态旅游，家里开起了农家乐，生意十分
顺利，仅卖银杏果每年收入就近万元。

图片新闻

新鲜速递

调整捕捞制度 恢复种群数量

长江刀鱼全面禁捕
本报记者王琳琳北京报道 记者

从农业农村部网站获悉，农业农村部
宣布，自 2 月 1 日起，停止发放刀鲚（长
江刀鱼）、凤鲚（凤尾鱼）、中华绒螯蟹

（河蟹）专项捕捞许可证，禁止上述三
种天然资源的生产性捕捞。这是为贯
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
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，落实长江流域
重点水域禁捕工作部署，保护长江流
域水生生物资源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渔业法》做出的规定。

长江刀鱼被称为“长江四鲜”之
首。近年来，受水域污染、生态环境破

坏等多种人类活动的影响，长江刀鱼
从 最 高 产 4142 吨 下 降 到 年 均 不 足
100 吨。另外，凤鲚的捕捞产量从最
高 3252 吨下降到不足 10 吨，中华绒
螯 蟹 捕 捞 产 量 也 已 不 足 100 吨 。 上
述资源的开发利用量已经超过了物种
资源的承载量，相关的专项捕捞制度
亟需进行调整完善。

停止发放刀鲚、凤鲚和中华绒螯
蟹的专项捕捞许可证，将有利于以上
物种的种群繁殖与数量恢复，也是落
实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捕政策的
需要。

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划定
约占海南岛陆域面积的 1/7

本报综合报道 经反复论证，海南
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近日划
定，试点区位于海南岛中部山区，约占
海南岛陆域面积的 1/7。

据介绍，试点区划定工作立足保
护和修复海南热带雨林生态系统，充
分考虑了海南长臂猿等重要物种保护
和繁衍需要，将海南中部现有自然保
护地及周边天然林、公益林区连通起
来，并统筹考虑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
整性和周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最
终科学划定了公园范围。

据了解，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
体制试点区东起吊罗山国家森林公
园，西至尖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南
自保亭县毛感乡，北至黎母山省级自
然保护区。范围涉及五指山、琼中、白
沙、保亭、乐东、东方、昌江、陵水、万宁
9 个市县，包括五指山、鹦哥岭、尖峰
岭、霸王岭、吊罗山等 5 个国家级自然
保 护 区 和 佳 西 等 3 个 省 级 自 然 保 护
区，黎母山等 4 个国家森林公园，阿陀
岭等 6 个省级森林公园及相关的国有
林场。

明确“底线思维”，探索更生态的农业发展模式

崇明岛推出全国首份农业负面清单 根据这份农业负面清单，崇明岛已
在部分区域、部分领域探索更“绿色”、更
生态的农业模式。

崇明岛庙镇某农业合作社，水产养
殖业的尾水富营养化问题一直让村民头
疼。据了解，传统的高密度水产养殖方
法会在鱼塘内投喂大量人工饲料，导致
尾水富营养化，同时还会影响养殖生物
生长，尾水直排入河更会造成污染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，合作社开始试点
水产养殖尾水循环模式：300 亩鱼塘中
排出来的水先排入附近水稻田，水稻吸
收一部分尾水，再排入经过改造的沟渠，
沟渠周边改造成湿地，用生物手段对尾
水再次过滤，过滤后再通到林地里，经过
处理的尾水可再次进入鱼塘供水产养殖
之用，从而形成一整套生态循环系统。
据了解，这个模式成熟后将向崇明岛其
他水产养殖基地推广。

宋学梅强调：“对优质农业经营主体
我们不会拒之门外。崇明农业正以开放
姿态，准备好成规模的优质土地和相关
扶持政策，引入更‘绿色’的农业产能。”

试点：引入更绿色农业产能

链 接

投入数百万元提升村落环境质量，为生态旅游

发展增添后劲

村庄变景区，农舍变旅馆，村民变导游，最穷自

然村人均收入位居腾冲市前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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